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6 月 12日，内

蒙古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内蒙古自治

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新闻发布会。内

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成涛，自治

区就业服务局局长王林介绍 2020 年

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安排部

署情况 。自治区教育厅高等院校毕

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王俊威，自治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处

长伏凌涛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内蒙古教育厅副厅长成涛介绍，截

至 6月 10 日，内蒙古 13.4 万预计毕业

生中，已实现签约 59721 人，签约率为

44.57%。2月初，内蒙古紧急叫停一切线

下招聘活动，重点打造了“就业需求线上

报，就业指导线上听，就业岗位线上找，

就业服务线上办”的服务模式，邀请

4293 家用人单位线上发布岗位需求 12

余万个，开展就业线上服务 4206 人次，

接受业务咨询 6万余人次，提供包邮回

寄服务 1000余份。

与此同时，内蒙古启动了区校联动

“内蒙古自治区 2020 年高校毕业生百日

网络招聘”活动，与区内 42 所高校共同

举办网络招聘活动 45场，先后推出经管

类、教育类等专场招聘活动。

“截至 6月 10 日，各高校在疫情期

间累计举办招聘会 529 场，其中线下 12

场，网络招聘单日最高达 91 场，提供岗

位需求 50余万个。”成涛说。

值得一提的是，内蒙古 54所高校均

成立了帮扶工作组，对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蒙古语授课毕业生和湖北籍

毕业生信息台账进行完善，对有就业意

愿并愿意接受帮扶的毕业生实行“一人

一策”动态服务，并提供不少于 5个岗位

选择。

内蒙古自治区就业服务局局长王林

介绍，2020 年，全区有就业需求的应往

届高校毕业生约 17.1 万人，需就业人数

创历史新高。内蒙古将着力抓好政策落

实;加快实施就业牵引项目;进一步拓宽

就业渠道;加大就业服务和帮扶力度。持

续开展高校毕业生线上招聘活动，依托

自治区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与智联

招聘、58 同城、猎聘、猫头英招才引智、

美团招聘等社会服务机构联动，继续开

展系列网络招聘活动，及时发布就业政

策和各类求职招聘、考录等相关信息，搭

建线上供需服务平台。近期密集组织小

规模现场招聘活动，加快恢复大型招聘

活动。同时，围绕强化就业供需对接精准

服务，实施供需调查、培训对接、就业对

接、跟踪服务“四位一体”公共就业服务

机制，促进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及早

谋划开展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百日

攻坚”就业服务行动，完善实名制信息系

统，加强动态管理，强化有针对性就业服

务和帮扶，切实促进离校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实现就业。

2020 年，政府统筹的就业计划主要

有以下 10 个渠道：

一、公务员和选调生考录计划 9116

人，目前已启动。

二、各类事业单位招聘计划 2.5 万

人左右。目前已启动。

三、“三支一扶”计划招募 2500 人，

近日将公布招募公告，7 月 12 日招募考

试。

四、社区民生计划招募 5000 人，近

日将公布招募公告，7 月 12 日招募考

试。

五、西部志愿计划招募 1315人，招

募公告已发。

六、特岗教师计划招募 1961 人，招

募公告已发。

七、中小企业人才储备招募 6000

人左右，该项工作年初就已经启动，各地

按照计划在组织实施。

八、国有企业计划招考 3012 人，目

前，国资委监管的国有企业陆续组织招

聘。

九、扶持高校毕业生创业计划 8000

人左右。目前各地按照计划在组织实施。

十、组织青年见习计划 1万人，年初

就已经启动，各地按照计划在组织实施。

以上是政府统筹的 10项就业计划，

预计能够解决 7.2 万名左右高校毕业生

就业。

另一种渠道就是通过落实积极的就

业政策，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通过市

场化渠道实现就业。

此外，今年，自治区研究生将扩大招

生规模，比去年多招生 2243 人，总计划

招生 11512 人。

扩大专升本招生规模，比去年增加

4826人，计划招生总量达 1万人。

扩大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规模，计

划应征高校毕业生义务兵 6150 人，目前

已启动报名工作。

2

网址：www.nmgsb.com.cn编辑 李娜 版式罗万玲

本报讯（记者 迪威娜）近日，一列

来自福建省莆田市，编组 82 个标准箱的

中欧班列，满载着日用百货、电子产品和

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经二连浩特铁

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库特诺，标志着经

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入境的中欧班列突

破 80000 标准箱。

截至日前，二连铁路口岸今年共接

运出入境中欧班列 804 列，同比增长

23.9%。其中出境中欧班列 339 列，同比

增长 17.3%，入境中欧班列 465 列，同比

增长 29.2%，并且入境中欧班列的满载

率达到 100%; 运输集装箱数量达到

80238 标准箱，同比增长 41.7%。

二连浩特是我国中欧班列中线通道

的出入境口岸，目前经该口岸出入境的

中欧班列运行线路已达 36条，涉及全国

25 个省(市)，是中欧班列从我国华中、华

东地区出发前往欧洲的最短通道。今年

3 月上旬以来，随国内着疫情逐步得到

控制和复产复工全面展开，通过二连浩

特铁路口岸进出口的中欧班列从之前的

每日三到四列逐步回升到八列左右，达

到 2013 年中欧班列开行以来的最高水

平。现在每天都有大量的工业制成品和

防疫物资通过中欧班列运往欧洲，回程

时也将欧洲的机械设备、红酒、面粉以及

木材等生产和生活物资运回国内，有力

的支持了国内复产复工，丰富了老百姓

的生活。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认真贯彻落

实国家“六稳”“六保”工作部署，统筹抓

好口岸站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并深入

挖掘自身潜力，提高运输效率。他们加强

与海关、边检以及蒙古国铁路部门的联

系沟通，有效缩短了出入境查验和票据

放行的时间。据统计，今年以来中欧班列

在二连浩特铁路口岸 24 小时内出境放

行率达到 93%，入境中欧班列 48 小时内

放行率达到89%，中欧班列在二连浩特铁路

口岸的运输效率实现了明显的提升。

本报讯（记者 赵永光 张鑫）6 月

12 日，2020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

遗展示活动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阿拉坦

汗广场举办。

此次活动由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宣传

部、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呼和浩

特市玉泉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共玉泉区

委宣传部、玉泉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呼和

浩特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承办，

内蒙古天睿文化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协

办。

自 2006 年起，

每年六月的第二个

星期六为中国的“文

化遗产日”，今年“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以

“非遗传承、健康生

活”为主题，重点聚

焦非遗在人民大众

健康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宣传非遗

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的积极作

用。开幕式上以蒙古族传统音乐、中

国非遗传统体育项目、抗疫路上中

药、蒙药为主旋律，集中展演了蒙古

族长调、呼麦、蒙古族服饰、回族撂

跤、太极拳等非遗表演类项目。活动

现场市民们还与各非遗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近距离接触”，深入了解剪纸、蒙

古族皮画、面塑等传统手工技艺及三

空李氏正骨、王一帖膏药、国际蒙医

正骨等传统医药项目的精髓。此次活

动应用了文创产品展示与科技元素

融合的创新理念，通过现场展示、互

动体验等多种现代表现形式，为市民

朋友们呈现出玉泉区文创产品的新趋

势。

据了解，本次活动集中介绍了自治

区传统体育类、传统餐饮类、传统医药类

等 51个非遗重点项目，通过线上非遗名

人访谈、非遗好物直播带货，线下展演、

展示、传习互动体验、现场义诊等形式，

加深公众对非遗知识和文化遗产的认知

度，进一步培养人们的文化自信，重塑文

化自觉。在活动中，可以学做非遗、鉴赏

非遗、寻味非遗、聆听非遗，让传统文化

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不再是一个符号，而

是一种可以服务于当下生活的文化资

源，并在自然而然的过程中传承与传播

非遗文化。

近年来，玉泉区非遗工作不断加强

保护力度，扩大挖掘范围，丰富了玉泉区

文化建设，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营造更

好环境。

本报讯（记者 大海）近日，呼和浩特市城市轨道交通公司

组织各参建单位对轨道交通 2 号线“还路于民”工作逐站、逐

点进行摸排，并召开专题会议，明确要求建设单位按锡林南路

南二环以南、内蒙古体育场站以北沿成吉思汗大街、锡林路含

呼和浩特站和公主府站三个区域划分，开展缩围、退围和人行

道、主干道、绿化带及出入口周边硬化、绿化等“还路于民”相

关工作。

记者了解到，从今年“五一”开始，轨道交通 2号线采取人

工配合机械作业方式，共投入大小型机械百余台，施工作业人

员 500余人，现场采用 24小时不间断施工作业。

截至日前，轨道交通 2号线主路路面恢复已基本完成，共

计恢复面积约 9万多平方米，拆除围挡 1.2 万多延米，平整恢

复绿化场地面积约 4万多平方米。

目前，园林绿化工作同步开始设计和进场施工，目前已有

水上公园主变电所、新店到塔利东区间、内蒙古体育馆站已

先后进场施工。后续将主要进行绿化恢复、辅路和人行

道铺装等工作，确保市民出行畅通，不断提升城市颜值。

本报讯（记者 张鑫）6 月 12 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新闻

办召开全区城市精细化管理和解决房地产历史遗留问题等重

点工作新闻发布会。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王根小

作主题发布。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

长聂海俊、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管理处处长石志刚、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市场监管处处长张光峰出席发

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王根小介绍，“城

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

2018 年 9 月自治区出台了深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实施

意见和配套的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吹响了推进我区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号角。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探索，在全区上下

各级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区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明显

提升，城市环境和品质明显改善，市民满意度明显提高。在推

动城市精细化管理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

需求，从细微处入手，解决群众最直接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

题，切实把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贯彻到城市管理的全过程。

记者了解到，在城市管理平台建设中，截至目前，全区 12

个盟市中已有 9个盟市完成了市级平台的建设，盟市覆盖率

达 75%，6个盟市完成了数据的对接。今年底，将完成全区地

级城市数字城管平台与自治区平台的互联互通。

针对城市管理中的短板问题，一年多来，共投资 1.6 亿元，

新改建城市公厕 2104 座，今年计划再投资 8000 万元，新改

建公厕 1531座。先后改建老旧小区 20.6 万户。铺设污水管道

12137 公里，城镇污水处理率由 95.48%提高到 96.88%，污水

收集率达到 76.4%，处理污水近 9亿吨。完成了 82%的路灯节

能改造,停建整改了一批景观项目，节约投资 3.86 亿元。截至

5 月底，全区设市城市建成区查处存量违法建设建筑面积

2907.7 万平方米，累计查处进度 93.61%。建成城市绿道 596

公里，城市建成区绿地率由 35.3%提高到 35.74%。供水普及率

达到 98.64%，燃气普及率达到 92%，清洁取暖率由 58%提高

到 63%，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377 万平米。

同时，垃圾分类工作也在有序推进，目前，12 个盟市已全

部出台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同时，加快了完善配套设

备设施的购置和建设。到 2022 年，各盟市政府所在地至少有

1个区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其他各区至少有 1个街道基

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到 2025年，各盟市政府所在

地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房地产遗留问题也得到进一步持续妥善

解决。截至 2020年 5 月底，全区累计解决房地产历史遗留问

题项目共 2370 个、115.16 万套、12868.53 万平方米，占比分

别为 76.5%、78.6%、79.3%。其中“入住难”项目 238个、9.29 万

套、1419.3 万平方米，“回迁难”项目 185个、2.63 万套、451.8

万平方米，“办证难”项目 1947 个、103.25 万套、10997.43 万

平方米。

在工程建设领域，集中整治房屋建筑市政工程招标投标

和建筑市场等方面涉黑涉恶问题及行业乱象，依法严厉打击

违法违规行为。整治工作主要针对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监理企业、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评标专

家、注册人员等建筑市场和招标投标主体开展。通过整治，进

一步完善制度，强化监督，提高主管部门依法行政和严格执法

的水平，规范各方主体在建筑市场、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行为，

促进我区建筑市场健康发展。

在房地产市场乱象整治方面，截至目前，全区共检查房地

产开发企业及中介机构 3041 家、房地产项目 1805个，约谈房

地产开发企业、中介机构 1495 家，下发整改通知书 1433 份，

注销问题开发企业资质 151 个，对 137 起违法违规行为立案

查处，与相关部门联合惩戒问题企业 449家。

跑出加速度！二连浩特进出口
中欧班列突破80000标准箱！

非遗+新潮直播，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2020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带你玩出新花样

畅通交通还路于民
呼和浩特地铁 2号线
主路路面基本恢复

毕业季来临!内蒙古多举措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

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
内蒙古累计解决房地产历史
遗留问题房屋 115.16 万套!

走进位于兴安盟科右中旗布日很茫

哈嘎查的建行内蒙古区分行产业扶贫养

牛场，牛哞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这个标准化、规模化的养牛场背后，

凝结着建行内蒙古区分行在布日很茫哈

嘎查这个国家级贫困旗县脱贫攻坚的坚

强决心与积极探索。

布日很茫哈嘎查为蒙古语，可译

为“险峻的沙丘”，位于科右中旗东

南部，地处大兴安岭南麓集中连片特

困区。全嘎查耕地面积 9580 亩，人均

10 余亩，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79

户、184 人，全部为蒙古族。贫困人口

多，贫困程度深，扶贫产业少，深度

贫困的布日很茫哈嘎查如何打赢这场脱

贫攻坚战？

送钱送物不如送致富技术。通过分

析历史因素、征求农牧民意愿、深入市场

调查，对口帮扶的建行内蒙古区分行找

到了致富的答案———养牛。但问题随之

而来。贫困户买不起牛咋办？牛从哪儿

来、怎么养？养成了怎么卖？养殖户能不

能稳定增收……

为解决这些问题，建行内蒙古区分

行经过多次实地调研，决定兴办嘎查养

牛场，实施产业扶贫，探索建立了“产业

引领＋村集体＋贫困户”三方利益紧密

连接的产业扶贫新模式。

2018 年 4 月，养牛产业项目正式启

动实施。首批投入扶贫资金 49 万元租赁

配套圈舍，雇佣饲养员，完善基础配套设

施，购进基础母牛 29 头，使养牛场快速

投入运营。2018 年 11 月，再次投入 45

万元购进 35头基础母牛，壮大养牛场规

模。

不会养牛，有技术培训；怕牛死亡，

有保险兜底；不用自养，可以参加分红

……风险低，收益大，建行内蒙古区分行

的养牛扶贫产业项目在布日很茫哈嘎查

迅速壮大。经过两年的发展，养牛场西门

塔尔牛存栏量已达 97 头，累计投入资金

200 余万元，形成了“标准化、规模化、长

效化”的养殖格局，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强

有力的产业支撑。

养牛场的稳定发展，不仅为布日很

茫哈嘎查牛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

让参与养殖场经营的贫困户找到了稳定

的收入渠道。养牛场工人石青山说道：

“我家是贫困户，现在我和我媳妇都在养

牛场上班，我们每天来就是打草喂牛、收

拾圈舍，一个月能收入 5000 元，觉得日

子挺好。”

布日很茫哈嘎查书记吴喜峰介绍

道：“建行建的养牛场改变了以往由村干

部带头、农户各自喂养，规模小、销售难

的窘境，规模化的养殖、稳定的销售渠

道，也让养牛成为了村集体的支柱产业。

目前，牛场已出售牛犊 10 头，收入 7 万

元，收入资金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户分红、

养牛场固定资产更新维护和嘎查 65 岁

以上老年人体检，老百姓对牛养殖的兴

趣越来越高了。”

经过建行内蒙古区分行近 10 年的

帮扶和地方扶贫政策托底，布日很茫哈

嘎查贫困人口已全部实现脱贫，贫困户

人均年纯收入高达 10981.5 元，远远高

于自治区 3600元的脱贫标准，贫困户实

现了“两不愁、三保障、一达标”的目标。

建行内蒙古区分行的养牛扶贫产业激活

了布日很茫哈嘎查的农牧经济，激发了

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下一步，建

行内蒙古区分行还将继续关注、支持布

日很茫哈嘎查的发展，扩大养牛产业规

模，为布日很茫哈嘎查补足脱贫“牛底

气”。

张雅然

产业扶贫创增收 补足脱贫“牛底气”

原内蒙古宏信商务有限公司已于 2001 年 7 月注销，

该公司下设的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宏元碎石厂投资人实际

投资人韩玲，原内蒙古宏信商务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同意宏

元碎石厂所属的 9.8 亩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在在韩玲名下。

并将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镇三卜树村达成的《执

行调解协议》中所约定的权益属权归为韩玲所有及支配。

声 明


